
B022013年4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孔昕 美编：石岩

·人文

4月20日的一场大地震，让我们中的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并在心中不停地默念着这些地名：雅安、芦山、宝
兴……

事实上，地处川西的这片牵动着全国甚至全世界目光的地方，曾见证过不少历史的辉煌篇章：这里是国宝大
熊猫的故乡，也是世界茶文化的源头，一条古老的茶马古道，不仅把历史和今天，还把高原风光、地理奇观、民族风
情连成一线。在这里，近代还曾留下“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的壮丽诗篇……

本版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吉祥

茶文化发源地

茶马古道起点

雅安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公
元前 53 年，蜀农吴理真在蒙顶山首
开人工植茶先河，由此而发展到全国
和世界，吴理真因此被称为“茶祖”，
世界茶文化也由此发源。

茶马古道同丝绸之路一样，是我
国西部自古以来对外交往的商贸通
道。它肇始于唐代茶马互市，但千百
年来，其功能延伸已远远超出单纯贸
易范围。

历史上，茶马古道前端起始有两
条路线:一条在云南，一条在四川。四
川茶马古道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
为起点，由南北两条支线通向西藏地
区。雅安边茶从唐代开始传入西藏，距
今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一直是藏族
人民喜爱的饮用品。雅安与藏区接壤，
两地间容易发生沟通和交流，从最初
简单的以物易物，到后来逐渐发展成
大规模的“以茶易马”和“茶土交流”，
使得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之间逐渐
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古代商道。

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雅安
的茶叶就经四川茶马古道(雅安段)
运到大渡河以西，这条当年的牦牛道
就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茶道。而雅安，
既是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也是最
早向西藏输入茶叶的原产地。宋代
时，官府曾在雅安设立“茶马司”，清
代更将雅安指定为专为藏区生产茶
叶的基地之一。

如今，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县
新店镇的长春村仍保留着一座古建
筑，它就是始建于宋神宗熙宁七年的

“茶马司”，并“遣官以主之”，专司茶马
互市事宜，茶马司是宋以来专管茶政
机构所在地。当时名山茶马司属成都
府路统领，负责筹集边茶上缴成都府
路，同时承担了名山县和百丈县“名山
茶”筹措和以茶换马事务。鼎盛时期达
到“岁运名山茶二万驮”(每驮 50 公斤)
之多，占官方统筹总数的一半以上。

在天全县始阳镇新中村六组老街
边，至今还保留了清代官方储藏边茶
的仓库。该房屋坐东向西，占地面积约
1500 平方米，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由
乡绅高炳举修建。高家在清朝前期经
营茶叶生意，历经几代，由于经营不
善，家道中落，到中晚期被朝廷收购，
成为官方茶仓库。

雅安茶马古道还有着特有的背夫
文化。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
络，是以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
和青藏茶马古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
以众多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这
些交通网络中，只有雅安是以人力运
送方式为主的一条古道。古道上背夫
们当年背茶包歇脚时用拐子杵下的拐
子窝仍清晰可见，还有当年照亮背夫
行走夜路的灯杆窝子。

“冰崖雪岭插云霄，骑马西来共
说劳，多少贫民辛苦状，为从肩上数
茶包。白发老人十岁童，淫淋雨汗满
云中，若叫富贵说休养，也应开门怕
晓风。”这是清朝诗人所写的《过相岭
见负茶有感》，字字珠玑，记录着大相
岭的古道背夫艰辛的历史。

安顺场原名紫打地，距离雅
安市石棉县城10公里。在这里，翼
王石达开兵败被围，而毛泽东率
领的工农红军则强渡大渡河成
功。从此，安顺场便以“翼王悲剧
地，红军胜利场”载入史册。

翼王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名
将。1863年5月1日至2日，负气出
走的石达开计划从宁远北上，经
冕宁、越西到大渡河的南岸，再跨
过大渡河，经雅安而取成都。这一
带山势险峻，大渡河波涛汹涌，所
经地段又是由彝族土司直接管
辖，不可掉以轻心。

为了减少进军的阻力，他送
了重礼给土司王应元等，向他们
买路。5月12日，石达开统率三四
万太平军，绕冕宁、越西，从西边
小路长驱直进，于5月14日黎明进
抵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今安顺
场)。紫打地地势险要，前临大渡
河，左界松林河，右有老鸦漩河，
东南方向峰峦重叠，兵力难以展
开和回旋，易遭包围和伏击。

尽管如此，石达开并非没有
渡河机会。当时清军唐友耕部尚
未到达大渡河北岸，王应元等尚

未被清朝政府重金收买，且松林
河仅有200多人防守，守备非常薄
弱。但石达开没有利用这个机会，
行军过于谨慎，因造船扎筏困难，
同时又因为生了儿子而“传令犒
赏三日”，石达开失去了宝贵时
机。

由于错失良机，清军赶到，又
逢河水暴涨，石达开于5月17日和
21日组织了两次敌前强渡，都没
有成功，部队损失惨重。在以后的
十多天中，石又连续组织抢渡，均
遭失败。这时石军已内无粮草、外
无援军，进退两难。6月9日，石达
开组织的强渡失败后，清军乘机
攻破紫打地大营。中午，石达开率
残部 6000 人向东突围至利济堡，
又被老鸦漩河所阻。

6 月 10 日晚，石达开和部将
商议最后出路，相对而泣，他在绝
望中幻想“舍命以全三军”。于是写
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提出以他个
人的死为代价来赦免其部属。清军
为了活捉石达开，派来守凉桥的参
将杨应刚假装答应他的要求。6 月
13 日，石达开自动投入洗马姑清
营，即被清军囚禁，后押往成都。6

月 25 日，33 岁的石达开被凌迟处
死。

在石达开兵败大渡河72年
后，1935 年 5 月，毛泽东率领的
工农红军到达安顺场。

在离安顺场约三公里的一座
大山脚下，有一块为纪念太平天
国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灭而
立的石碑。在这块石碑前，毛泽东
给红军指战员们讲起了石达开在
安顺场被围失败的故事。他向红
军指战员发问：“ 72 年后的今天，
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来到石达开失
败的地方。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
着很大的幻想，以为摆在我们面
前的注定是石达开的命运，因此，
他们幻想把红军也消灭在安顺
场。你们说，我们能走石达开的老
路吗？”

指战员们齐声回答：“不能！
红军不是石达开！”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同志
们说得对！这石碑为我们红军竖
起了一个教训，石达开没有走通
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

毛泽东从李富春嘴里得知此
地有个清朝末年的老秀才宋大

顺，年约 90 岁，石达开当年来到
大渡河时他已经记事，算得上当
年悲剧的见证人。毛泽东当即派
两名警卫员请来老秀才。

这位老秀才是位民间诗人，
他讲起了石达开兵败的原因：“朝
西走松林河千户阻挡，往东退陡
坎子百仞高山，向北进唐总兵虎
踞铜河，欲南撤黑彝儿檑木蔽
天。”毛泽东听得饶有兴味，又问
了一些石达开兵败的细节，随后
便话锋一转：“老先生，安顺场的
老百姓对红军有何看法？”

宋秀才出口成章，又用四言
八句答道：“红军起义，替天行道；
百税厘金，一笔勾销；贪官污吏，
闻风而逃；打尽土豪，百姓欢笑。”
然后又至诚进言：“首长勿停留！
此地凶险，不利于大部队周旋，石
达开殷鉴不远。”

5月25日，红军强渡成功。关
于这段历史，陆定一同志后来有
一句精妙的概括：“翼王悲剧地，
红军胜利场。”

(节选自《跨越雄关——— 长征
中的重大战役》，中共党史出版
社)

1 8 6 9年的早春二月，阿尔
芒·戴维从成都出发，他是四川
省宝兴县邓池沟天主教堂的神
甫。这位法国人沿着四川盆地的
边缘到了邛崃，经西河的马湖、
火井等场镇后，到了芦山县的三
汇场(现名大川镇)，在当地人的
带领下，他翻越了3000多米的大
翁顶，来到了宝兴县盐井乡，随
后到了邓池沟教堂，整整走了8
天时间。

阿尔芒·戴维第一次发现大
熊猫，是在1869年3月11日，这段
经历后来被他写入日记。

那天，一户姓李的教徒邀请
他去做客。在李家，他看到了一
张“从来没见过的黑白兽皮”，当
地人称这种动物为“黑白熊”，阿
尔芒·戴维觉得这是“一种非常
奇特的动物”。当晚，他在日记中
写道：“找到这种动物，一定是科
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

4月1日，阿尔芒·戴维雇用
的猎人带回一只完全成年的大
熊猫，“这种动物的头很大，嘴短
圆，不像熊的嘴那么尖长”。

5月4日，阿尔芒·戴维终于捕
捉到一只活体“黑白熊”。他亲自
指挥工匠们在天主教堂内为“黑
白熊”做了个大木笼，将“黑白熊”
关在木笼里饲养起来，观察、记录

它的生活习性。他根据“黑白熊”
的脚底有毛等特征，认定“黑白
熊”是熊的一个新种，他满怀希望
要将“黑白熊”带回法国，向世界
推荐这种新动物。

可惜的是，“黑白熊”离开了
自由自在的野外生活，饲养人员
对“黑白熊”的生活习性也不了
解，在准备启程运往法国时，“黑
白熊”得病不治而亡。戴维只好
把“黑白熊”的皮剥下来制成标
本，并写下多篇“黑白熊”研究资
料，交给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
长米勒·爱德华兹。

“黑白熊”标本运抵巴黎时，
正值普法战争，普鲁士军队已经
逼近巴黎，但好奇的法国人还是
为熊猫掀起了一阵热潮。“黑白
熊”标本在巴黎展示后，立即引
起了轰动。

西方人所知道的、但在欧洲
大陆荡然无存的这种冰川时期
以前生存的动物，居然还顽强地
生存在东方这片神秘的大地上。
地球历史上无数次灾害的重演
均未能把大熊猫从自然界淘汰
出去，夹金山脉等山系成了大熊
猫最后的“避难所”。

发现大熊猫的阿尔芒·戴维
成为载入史册的生物学家，“法
兰西科学院院士”、“法国地理学

会大师”、“法国社会学学会大
师”等称号接踵而至。

新中国成立后，宝兴这块神
奇的土地已向国家提供了 120 多
只活体大熊猫，从 1957 年至 1982
年的 26 年时间里，宝兴提供的“国

礼”活体大熊猫就达 18 只，居全国
之首。宝兴大熊猫作为和平友好的
使者，为我国建立国际友谊起到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邓池沟天主教
堂则成为宝兴县石棉矿矿部所在
地，得以完整保存。

世界首只大熊猫在这里被发现

安顺场：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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